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岭南宗祠建筑的修复 
 

宗族是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组织，而祠堂就其建筑实体的呈现，往往成为乡土社会中最注目、

最宏伟的建筑，凝聚整个宗族。祠堂不但记录着宗族的辉煌事迹与传统，也反映了中国人聚族

而居的文化特色，象征着重视传承、团结归一的精神，除了日常供奉祖先牌位，更为重要节日

提供祭祀场所。但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以及旧城改造和城市化运动的影响，宗祠建筑的保护状况

并不乐观，损毁和消失的速度惊人。 

建筑与设计要求 

祠堂反映了一个地方的乡风民俗和建筑特色。香港的祠堂主要可分为本地和客家两类，本地祠

堂主要是两进三开间一天井形式，但亦有三进三开间两天井的例子。经济能力较强的大族，其

祠堂在规模及装饰方面较为优胜。客家祠堂则在布局方面较灵活多变，但规模较小，装饰方面

亦较为平实。 

空间布局方面，祠堂建筑严谨依从对称的布局，强调以 “以中为尊”，位于中轴线上的都是

主要建筑空间，两旁为次要空间，又以左边空间为尊，右边空间为卑。用料构造方面，本地祠

堂主要以青砖、木材和石材建造。正立面以青砖墙体加上麻石柱筑砌；因麻石是贵重的建筑材

料，多使用麻石可强调立面的重要性。客家祠堂的营建与材料则较为简单，它们多以青砖筑

砌，后进墙体亦有以散石块及夯土建造，麻石只用于砌筑正门门框。 

另外，祠堂经常布满象征性的建筑装饰，例如木刻、彩绘、灰塑、石湾陶瓷等，表达居住者对

美好生活的渴求和宣扬道德教育。这些装饰均利用不同的寓意方法象征各种吉祥概念和道德观

念，例如牡丹象征富贵、桃代表长寿，亦有透过谐音而得吉祥之意，如 “鹿”、 “鹭” 即 

“禄”，“瓶” 即 “平”。部份装饰以戏曲小说和历史故事为题，题材均带有传统的道德观

念。 

修复时面对的挑战 

修复祠堂或旧建筑物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则，是尽量保留建筑的材料、技艺、设计的真实性，但

祠堂建造年份久远，有些工艺技术已失传，有些材料也已停产，特别是装饰方面。例如祠堂常

见的石湾陶瓷，现时香港已没有相关制作，如需重造都是由内地师傅烧制完成，再送到香港装



 

 

嵌。也有处理过侵蚀严重的青砖墙，需要大量青砖来替换，只能到新界其他村寻找，以修复墙

身，但要找到相似大小的青砖却很困难。 

由于大部分祠堂都没有照片及文献记录，只能从口述历史推敲祠堂的原貌，修复时只能尽量采

用原有材料，不会轻言加工创作，每一步都经过深思熟虑。另外，由于维修保养历史建筑费用

高昂，旧时社会中保护传统建筑的意識也比较薄弱，种种原因以致祠堂日久失修。 

保育历史建筑的重要性 

历史建筑见证一个地方的文化历史，是宝贵的社会资产。保育历史建筑可以强化城市的文化软

实力，促进竞争力。历史建筑作为人民的集体回忆，有助增加当地人民对本地文化及历史认

识，强化身份认同感，进而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，创造出更显着的经济和社会价值。在追求经

济发展、满足城市建设现代化功能需求外，社会也应透过完整的规划与法规，促进历史建筑的

保育、爱护和尊重。城市内新旧建筑融合，能促进城市多元化及可持续性发展，各自展现出独

一无二的大都会魅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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